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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部印发《关于加强科技创新

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

新格局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国科发区〔2020〕336号

内蒙古自治区、广西壮族自治区、重庆市、四川省、贵州省、云

南省、西藏自治区、陕西省、甘肃省、青海省、宁夏回族自治区、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

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》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，推动西部地区高

质量发展，科技部会同各地方共同研究制定了《关于加强科技创

新 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实施意见》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推进落实。

科 技 部

2020年12月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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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科技创新 促进新时代西部

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实施意见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

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》，推动西部地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

战略，大幅提升区域和地方科技创新效能，支撑新时代西部大开

发形成新格局，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按照

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决策部署，统筹推进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，

协调推进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，坚持新发展理念，坚定实施创

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，以推进西部地区全面建设创新

型省份为主线，培育全国及区域性科技创新高地，提升企业科技

创新能力，加强开放创新合作，支持加快实施一批事关产业发展

核心技术与重大民生保障的科技创新行动，全面提升西部地区创

新能级，形成与西部大开发相适应的“中心带动、多点支撑、开

放合作、协同创新”的区域创新格局，为西部大开发和建设创新

型国家提供有力支撑。到 2025年，西部地区创新环境明显改善，

创新能力不断增强，创新产业加快发展。到 2035年，西部地区创

新格局明显优化，形成以科技创新引领大保护、大开放、高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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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的新格局，有力支撑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，推动

西部地区成为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

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。

二、打造各具特色的创新高地，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

（一）支持成渝科技创新中心建设。研究制定成渝科技创新

融合发展专项规划，重点支持布局超瞬态物质科学实验装置、长

江流域地表过程与生态环境模拟实验系统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，

培育建设川藏铁路等国家技术创新中心，加快成都国家新一代人

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，着力打造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。支

持建设成渝西部科技城，提升重庆科学城、成都科学城建设水平，

支持绵阳科技城探索建立区域科技创新特区的科学路径。推动重

庆、成都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。

（二）支持西安全国重要科研和文教中心建设。发挥西安与

咸阳一体化的创新基础条件优势，重点支持打造全国重要科研和

文教中心。优先布局建设阿秒光源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，培育建

设稀有金属材料等国家技术创新中心，通过国家科技计划加大对

电子信息、高端装备、航空航天、能源化工、先进材料等领域前

沿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，为解决国家战略领域和产业发展关

键瓶颈问题提供支撑。

（三）打造区域各具特色的创新高地。面向国家科技重大战

略实施和区域高质量发展要求，完善创新型省份分类建设指标体

系，引导西部地区全面开展创新型省份建设，支持有条件的地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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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建一批创新型城市、创新型县（市），发挥西宁、南宁、昆明、

贵阳、银川、呼和浩特、拉萨等创新型城市的带动作用，加快提

升克拉玛依、德阳等区域特色地级市创新能力，探索差异化的创

新发展路径，构建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高地，打造创新驱动新旧

动能转换的动力系统。

三、加快提升企业创新能力，支撑西部地区现代产业技术体

系发展

（四）加大科技型企业培育力度。聚焦西部地区壮大科技型企

业规模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需求，支持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计

划，研究进一步加大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力度，引导加大对高新

技术企业发展的支持。支持企业与高校、科研院所联合建立新型研

发机构，加强西安、成都、兰州等地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，为

中小企业创新活动提供技术供给和研发服务支撑。实施“科技型中

小企业成长路线图计划 2.0”，促进企业与投资机构、金融机构对接，

支持西部优质企业通过“新三板”、科创板上市融资。

（五）大力推进高新区高质量发展。推动西部地区全面落实

国务院《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

见》，加大对西部地区高新区培育建设的支持力度，有序推进百色、

延安、遵义、宜宾等省级高新区“以升促建”。发挥高新区创新发

展核心承载区的作用，重点支持新疆、青海、西藏、宁夏等地区

加快特色农牧业、生物医药等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，支持重庆、

陕西、四川等地区加快能源化工、国防军工、电子信息等创新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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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业集群发展，支持内蒙古加快煤炭产业绿色发展与新材料创新

型产业集群发展。支持东部地区高新区在西部地区建设“飞地”，

支持东西部高新区“结对子”形成创新合作联盟，提升产业协同

创新能力和全产业链竞争力。

（六）实施西部地区“双创”升级行动。大力推动西部地区

开展科技型创新创业，鼓励地方政府出资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

或申请设立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创业投资子基金，积极引

导科研人员创办科技型企业，加快科技成果转化，引领“双创”

升级。鼓励西部地区龙头企业建立专业化众创空间，面向初创科

技型企业积极开放产业链供应链资源，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。

支持打造重庆市环大学创新生态圈、成都市环高校知识经济圈、

西安丝路起点文化创新圈等创新创业集聚区，推动科技企业孵化

器、众创空间等创新创业孵化载体专业化发展。

（七）实施西部地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。加快完善西部

地区技术转移体系建设，支持新建一批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

范区，加大对国家技术转移西北中心、国家技术转移西南中心建

设支持力度，加快构建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协同骨干网络。支持高

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，培育高层次技术经理人

队伍，促进西部科教资源实现当地转化。鼓励与发达地区高校、

科研院所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机制，实施科研人员、科技专家

西部行和科技成果直通车行动，对西部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

发展急需的成果加大转化支持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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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实施西部地区现代农业与民生保障科技创新行动

（八）开展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创新行动。聚焦乡村振兴战略

和扶贫攻坚重大任务，重点支持西藏、青海等地区开展高寒地区

农牧业及生态旅游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示范推广，支持四川、

贵州、广西等地区开展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技术攻关与示范推广，

支持甘肃、陕西、宁夏、内蒙古、新疆等地区开展干旱半干旱农

业技术攻关与示范推广。完善西部地区农业科技园区布局，加快

推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，鼓励加强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建设。

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培育建设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，进一

步提升杨凌示范区建设水平。

（九）开展西部地区科技惠民行动。聚焦重大民生问题，支

持开展西部地区常见慢性病地方病发病规律与诊疗方法研究，低

成本诊断仪器、特种治疗装备研发与示范推广，加大对先进技术

在西部地区公共卫生系统推广应用的支持力度。支持云南、贵州、

西藏等地区开展道地中药材种质资源保护、繁育、种植和民族医

药等相关研究，促进民族医药产业发展。支持“智慧边防”关键

技术研发与示范，加强大数据、遥感、北斗导航等技术推广应用。

支持敦煌等地开展文物保护与修复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应用。

（十）开展美丽西部科技支撑行动。聚焦生态文明建设任务

部署，支持加强青藏高原生态屏障、黄土高原—川滇生态屏障、

北方防沙带和南方丘陵山地带等重点地区生态保护技术集成研究

与示范，支持相关优势学科培育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，建设一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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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野外观测台站。支持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西

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支撑作用。实施长江黄河环境综合整治科

技专项，支持成渝地区和汾渭平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技术攻关与

示范应用，支撑长江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。加快国

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，提升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

建设水平。

五、构建多层次科技合作平台，提升西部地区开放创新能力

（十一）支持开展东西部科技合作。进一步加强科技支宁、

科技入滇、科技兴蒙、科技援疆、科技援藏、科技援青等东西部

科技合作重点工作。创新东西合作机制，深化甘肃与上海张江合

作、新疆“四方”合作、贵州与北京中关村合作，支持西部地区

人才引进、项目落地、平台建设、资源聚集，提升西部地区创新

发展能力。推动京津冀、粤港澳大湾区、长三角等国家战略区域

与西部地区建立科技创新合作机制。

（十二）支持参与“一带一路”科技合作。发挥西部地区区

位优势，支持构建“一带一路”国际科技合作平台网络，提升开

放合作能力。重点支持成渝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科技创新合作区，

支持云南打造面向南亚、东南亚的科技创新辐射中心，支持广西

建设中国—东盟科技合作中心，支持内蒙古建设中蒙技术转移中

心，推动新疆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文化科教中心（科技中

心）建设，支持西藏开展面向南亚陆路通道的科技合作，积极推

进中巴、中阿、中匈技术转移中心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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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保障措施

（十三）深化科技体制改革。支持西部地区加快科技体制机

制创新，在西部地区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

期使用权试点工作，落实扩大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政策，扩大高

校和科研院所工资分配自主权。

（十四）强化引才引智保障。支持各类人才计划向西部地区

倾斜，助力西部吸引、激励和留住人才。鼓励西部地区探索对高

层次、紧缺人才实行年薪制、协议工资制和项目工资制，推动西

部地区完善外籍人才分类评价标准，为外籍高层次人才提供工作

许可办理绿色通道。

（十五）加大创新投入。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，鼓励西部地

区提高地方财政科技支出。引导金融机构在西部地区设立服务科

技型企业的科技支行或科技金融事业部等专营机构。通过中央引

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支持西部地区科技创新。将广西、重庆、四

川、西藏、青海、宁夏等纳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

合基金，加强对西部地区的人才队伍培养和支持。

（十六）统筹落实工作任务。科技部牵头建立任务落实统筹

协调机制，建立区域联席会议机制，深化部省会商机制。西部地

区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是实施主体，要细化各项任务，建立

项目台账和落实任务清单。建立区域科技创新监测与评价体系，

推进实施意见各项任务的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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